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535813.1

(22)申请日 2020.04.13

(73)专利权人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国际太阳能技术促进

转让中心）

地址 730000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路

20号

(72)发明人 魏巍　顾金寿　柴云娥　杨林艳　

徐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致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7236

代理人 王巧丽

(51)Int.Cl.

F24S 10/95(2018.01)

F24S 70/25(2018.01)

F24S 80/52(2018.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太阳能空气集热放热技术

领域，公开了一种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

设置有由底板和透光板组装的空腔，所述空腔内

安装有微热管，所述微热管上固定安装有相变蓄

热材料层和若干铝制翅片；所述底板的表面安装

有反射聚光装置，所述反射聚光装置设置在所述

微热管的下部。所述空腔的两侧密封安装有干燥

保温材料层，所述透光板采用透光性玻璃板，所

述底板采用高分子材料透光板，所述微热管的表

面粘接、喷涂或真空溅射有黑铬镀膜或蓝膜镀

膜。造价低、易生产、易于建筑结合，传热效率高、

热量可储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1页

CN 211977288 U

2020.11.20

CN
 2
11
97
72
88
 U



1.一种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设

置有由底板和透光板组装的空腔，所述空腔内安装有微热管，所述微热管上固定安装有相

变蓄热材料层和若干铝制翅片；

所述底板的表面安装有反射聚光装置，所述反射聚光装置设置在所述微热管的下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空腔的两侧密封

安装有干燥保温材料层。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透光板采用透光

性玻璃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采用高分子

材料透光板。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热管的表面粘

接、喷涂或真空溅射有黑铬镀膜或蓝膜镀膜。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铝制翅片通过导

热硅胶粘接或通过机械连接或通过钎焊、锡焊焊接在微热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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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太阳能空气集热放热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平板微热管空

气集热器。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凭借具有启动快，不存在防冻问题，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等独特

优势成为集热的重要工具，但传统的平板太阳能空气集热器为了减少对流换热损失，大都

体积较大，使其很难与建筑相结合，且由于太阳能的不稳定性、随机性和间断性导致夜间室

内温度偏低，影响室内植物生长和干燥效率。

[0003] 传统太阳能空气集热器主要以平板式集热器为主，平板式空气集热器主要分为渗

透性和非渗透性，集热器的构造主要有：透明盖板、吸热板、隔热层以及外壳四部分组成。涂

有吸收涂层的吸热板吸收太阳辐射，部分太阳辐射能为吸收体所吸收，转变为热能，并传向

流体通道中的空气，加热空气。由此过程，空气从集热器底部入口进入，在流体通道中被太

阳能所加热，温度逐渐升高，加热后的热空气，从集热器的上端出口流出进入室内加以利

用。传统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基本不考虑蓄热能力，只考虑白天的空气集热能力，因此，提高

集热器的效率，我们可以从透明盖板、吸热性能，相变蓄热等方面进行优化改造。

[0004] 通过上述分析，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及缺陷为：

[0005] (1)传统的平板太阳能空气集热器为了减少对流换热损失，大都体积较大，使其很

难与建筑相结合。

[0006] (2)由于太阳能的不稳定性、随机性和间断性导致夜间室内温度偏低，影响室内植

物生长和干燥效率。

[0007] (3)传统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基本不考虑蓄热能力，只考虑白天的空气集热能力。

[0008] (4)太阳能空气集热器以空气作为传热介质，导热系数不如水，且空气的密度和比

热也比水小，所以导致集热板温度较高，热损较大，且传热、蓄热的能力也不理想。

[0009] 解决以上问题及缺陷的难度为：

[0010] 如何选用合理的结构保证集热的效率并将微热管技术有机结合，选取何种相变蓄

热材料作为蓄热材料并与集热放热结构结合，采用何种方式加强传热增大放热量。

[0011] 解决以上问题及缺陷的意义为：将微热管阵列技术(一种依靠内部工质相变作用

的导热能力超强的导热元件，使其本身的传热效率比同样材质的最佳导热体高出数千倍，

微热管阵列主要由铝合金管壳和少量工质组成，包括蒸发段、冷凝段两部分)和相变蓄热技

术(蓄热方式中相变蓄热技术是一种以高新储能技术，相变材料充当蓄热材料，单位质量蓄

热材料所能携带的能量较大，白天可以将热量储存起来，夜晚可以放出热量，是一种极具推

广价值的蓄热方式)有机结合，这样就可以解决建筑本体与空气集热器不易结合，用能需求

和时间上的不匹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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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12]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

器。

[0013]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设置有由底板和透光

板组装的空腔，所述空腔内安装有微热管，所述微热管上固定安装有相变蓄热材料层和若

干铝制翅片；

[0014] 所述底板的表面安装有反射聚光装置，所述反射聚光装置设置在所述微热管的下

部。

[0015] 进一步，所述空腔的两侧密封安装有干燥保温材料层。

[0016] 进一步，所述透光板采用透光性玻璃板。

[0017] 进一步，所述底板采用高分子材料透光板。

[0018] 进一步，所述微热管的表面粘接、喷涂或真空溅射有黑铬镀膜或蓝膜镀膜。

[0019] 进一步，所述铝制翅片通过导热硅胶粘接或通过机械连接或通过钎焊、锡焊焊接

在微热管上。

[0020] 结合上述的所有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所具备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造价低、易生

产、易于建筑结合，传热效率高、热量可储存。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本申请实施例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做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所描述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

附图。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透光板；2、干燥保温材料层；3、相变蓄热材料层；4、铝制翅片；5、微热管；

6、底板；7、反射聚光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

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实用

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太阳能空气集热器体积较大、夜间效率低、与建筑结构不宜

结合等缺点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旨在解决现有空

气集热器与建筑结构结合性差，热效率低且晚上无法利用等问题，充分利用平板温热管的

传热性能、相变蓄热材料层的蓄热性能，来实现空间内集热放热的功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

实用新型作详细的描述。

[0026]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新型平板微热管空气集热器，微热管的集热段吸收空腔内的热

量，一部分传递给蓄热段的相变蓄热材料层储存起来，一部分通过放热段的铝制翅片向空

气中放热。空腔内气体吸收大量的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使得微热管的蒸发段启动工作，将

热量传递到冷凝段，相变材料吸收一部分热量，另一部分通过铝制翅片散热给空气，微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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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工质冷凝回流，如此循环往复进行热量和相变材料的不断转换；夜间温度降低需要取热

时，相变材料中的热量放出使得蓄热段变为蒸发段，可以使微热管内工质进行相变过程将

热量传递给铝制翅片或直接向空气放热。取热段可根据需求设置风机和风道，控制热量的

提取。

[0027] 透光板下空腔内气体吸收太阳辐射温度升高，微热管作为载体传递热量。透光板1

可以为透光性玻璃板，底板6为高分子材料透光板，两边由干燥保温材料层2固定密封，中间

空腔可抽真空或者充惰性气体，主要传热元件微热管5表面通过整板粘接、喷涂或真空溅射

等方式使黑铬镀膜、蓝膜镀膜等吸热涂层与微热管结合，强化传热翅片4以粘接如导热硅

胶、或者机械连接方式如通过钎焊或者锡焊焊接到平板微热管上。

[0028] 如图1所示，白天集热器集热蓄热，太阳辐射透过阳光板1，经反射聚光装置7的作

用，空腔内形成“焖晒”效应，微热管表面的吸热也发挥作用，微热管内工质启动工作，热量

储存在相变蓄热材料层3中，一部分通过铝制翅片将热量传递到空气中，同时如此循环往复

进行热量和相变材料的不断转换；夜间温度降低需要取热时，相变材料中的热量放出使得

蓄热段变为蒸发段，可以使微热管内工质进行相变过程将热量传递给铝制翅片或直接向空

气放热。取热段可根据需求设置风机和风道，控制热量的提取。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凡在本实用新型

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11977288 U

5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6

CN 211977288 U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